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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责声明

本数据由京投轨道交通科技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该公司”）提供，未经任何第三方独立核实。任何明示或暗示的声明或保证以及任何信任均不得建立于本演示

稿的数据或包含之信息。本数据所有信息皆以公司公告信息为准。对于任何因本数据提供或包含之信息所导致的损失，该公司及其子公司、顾问或代表概不负责。本

数据提供或包含的信息如有变动，恕不另行通知，同时对数据的准确性不作保证。本资料属于高度机密，仅供您参考并在起草与该公司有关的研究报告时使用，不得

复印、复制或以任何方式散发给其他人。

通过参加本次介业推介会，阁下承诺，阁下对于自己对市场和公司在市场中的地位所作的评估负全部责任，阁下会开展自己的分析，并对自己对未来潜在的公司业务

发展所形成的观点负全部责任。

本演示不构成在任何国家或地区（包括但不限于美国境内和香港地区）出售、购买或认购任何证券的要约或要约邀请，或此要约或要约邀请的一部分，或构成参与投

资活动的邀请。本演示的任何部分均不得构成任何合同、承诺或投资决定的基础，并且任何合同或承诺也不得依赖本演示的任何部分。



01 财务业绩

02 经营回顾

未来展望03

目录



01

财务业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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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亿
港元

总收入

+7%

在手订单

+9% *

经营溢利

+7%

股东应占溢利

-45.0%

21.7亿
港元

33.6百万

港元

一、2020年中期业绩重点

7.5亿
港元

现金及银行结余

-12.1% *

毛利率

+6 p.p.

42.0%

*备注：与2020年年初比较

0.9亿
港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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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8,368 460,181 

67,585 
69,879 

2019 2020

智慧轨道交通 基础设施信息

单位：千港元

71%

二、疫情考验下，业务收入保持稳步增长

7.0%

收入

*备注：AFC= 自动售检票系统 ERP=企业资源系统

2019年上半年

收入占比 - 按地区划分

2020年上半年

35%

31%

17%

7%

5%
4%

1%

华北 华东 华中 东北 西南 海外 华南

 集团业务收入同比增长7%，两大业务收入占比与去年相约：

 智慧轨道交通业务在建项目的推进由于疫情有所延误，但仍取得同比增长7.4%。增长主要原因：1）去年3月收购华启智能及12月收购乐码仕使得本期

收入增加； 2）金额较大的重点项目确认收入，包括昆明地铁4号线AFC项目、河北京车弱电项目、河北京车ERP项目、新机场高速无感支付项目

 基础设施信息业务同比增长3.4%，主要由于民用通信收入保持平稳发展

 中国内地业务：华北地区（含北京）同比增长16%至184.5百万港元；华中地区增长202%至87.1百万港元；华东地区录得收入165.2百万港元

 海外业务（含香港）: 香港业务因受疫情影响，实现收入21.1百万港元，同比有所下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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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综合毛利率持续提升至42.0%，同比上升6.0百分点.；两年持续上升

 主要原因是： 1）智慧轨道交通业务软件收入占比增加；2）基础设施信息业务推进产品化，降低成本，提升项目毛利率

三、业务盈利能力持续提升，综合毛利率创新高

+8.8百分点

27.2%

36.0%

42.0%

0%

5%

10%

15%

20%

25%

30%

35%

40%

45%

50%

2018年上半年 2019年上半年 2020年上半年

+6.0百分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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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,478
32,864

0

10,000

20,000

30,000

40,000

50,000

60,000

70,000

2019年上半年 2020年上半年

销售费用

单位：千港元

研发费用

44,796
56,405

0

10,000

20,000

30,000

40,000

50,000

60,000

70,000

2019年上半年 2020年上半年

四、加大研发投入、严控管理费用

单位：千港元

 华启智能从2019年3月开始并入集团，2019年上半年只包含华启智能3月至6月的费用

 研发费用支出56.4百万港元，研发投入占收入10.6%。同比增长25.9%，主要由于集团对研发创新持续投入，为集团整体研发实力及科研创新能力提升作保障

 销售、一般及行政管理费用共计98.1百万港元，同比减少3百万港元，降幅3.0%，主要由于集团严格加强费用管理，落实降本增效措施成果，以及疫情期间

大量采用线上及远程办公，差旅费用相应减少

一般及行政管理费用

单位：千港元

+25.9%

+19.6%

-11.3%

73,614
65,274

0

10,000

20,000

30,000

40,000

50,000

60,000

70,000

2019年上半年 2020年上半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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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：千港元

应占合营企业及联营企业之溢利

五、合营公司短期受疫情冲击明显，股东应占溢利下降

 於期內發生投资损失约28.3百万港元，较去年同期下降约32.2百万港元

 期內权益股东应占溢利约32.7百万港元，较去年同期減少约26.8百万港元，降幅约45.0%

 主要由于合营企业京城地铁（本集团持股49%）受疫情影响，其经营的北京地铁首都机场线2020年1-6月平均客流同比下降75%，票款收入大幅降低，上半年业绩由盈转亏，

本集团录得京城地铁约24.6百万港元的亏损

 为应对疫情影响，京城地铁积极推进降本增效措施并向政府申请扶持政策。同时，随着疫情减缓，2020年7月至8月，北京首都机场线客流逐步回升，月客流量同比由疫情

影响最严重时的一成回升至四成。此外，为了促进京城地铁的平稳长远发展，股东双方正就未来的商业模式等进行积极商讨

109.64

99.49 98.35 100.5
104.36 103.29 105.95

110.45

86.51

8.46 9.83 9.21

21.35 20.94 23.5

45.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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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0

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

2019年乘客量 2020年乘客量

权益股东应占溢利

单位：千港元

3,900

-28,308

59,471
32,741

2019年上半年 2020年上半年

北京首都机场线1-8月乘客量

2020年上半年

2019年上半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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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：千港元

821,569 
720,323 

12,762 78,783 

4,777 4,924 

六、持续关注，现金流同比改善

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出12.8百万港元，比去年同期净流出125.2百万港元大幅改善

 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出78.8百万港元，主要是支付收购华启智能第三期对价款约71.9百万港元

 筹资活动现金净流出4.8百万港元，主要为银行借款净额15.4百万港元，支付借款利息13百万港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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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合理管控财务比率，经营发展保持稳健

2020.06.30 2019.12.31

资产负债率 43.7% 43.7%

速动比率 1.84 1.92

应收账款周转 * 332天 226天

应付账款周转 * 390天 249天

存货周转 296天 147天

资产状况 财务比率

单位：千港元

4,033,846 

2,272,540 

3,957,430 

2,229,203 

总资产 净资产

2019.12.31 2020.06.30

 资产负债率与2019年底持平，流动比率保持稳健

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、应付账款周转天数、存货周转天数有所增加原因：

 1）2019年计算各周转率时采用的平均余额数未包含华启智能的期初数，若进行数据还原则应收帐款周转天数为261天、应付帐款周转天数为310

天、存货周转天数为231天

 2）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增加主要是公司的回款年底更为集中，此外受疫情的影响，回款有所放缓；应付账款周转天数增加主要是受疫情影响，付款节

奏也有所放缓；而存货周转天数增加主要是本期执行项目软件占比增加，成本较低，因此本期销售成本下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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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第二季市场回暖，在手订单总额创新高

45.6%

35.6%

18.8%

ACC/TCC PIS 基础信息设施

 截至2020年6月30日在手订单总额约21.7亿港元，较年初的约19.9亿港元，增加1.8亿港元

 智慧轨道交通业务约17.6亿港元，占比81.2%；基础信息设施信息业务约4.1亿港元，占比18.8%

按产品线分类 按地域分类

44.0%

53.0%

3.0%

北京 国内市场（北京以外） 海外（含香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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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回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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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“危”“机”并存，迎难而上

新冠疫情对公司经营活动

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，一季度

多个在建项目的实施与市场拓

展基本停滞，尤其是境外业务

拓展受影响更为严重，同时，

项目招投标大幅收缩，经营回

款放慢，轨道交通客流大幅下

降。

上半年，公司持续发力拓

展市场，积极推进项目复工，

在困难局面下仍实现营业收入、

经营溢利的稳步增长，两大主

营业务稳步提升。同时，公司

充分应用信息化手段，多措并

举落实降本增效，并积极向政

府部门申请扶持政策，成果显

著，总体业务经营稳健发展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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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砥砺前行，业务开展成效显著

行业地位持续巩固：车载PIS业务保持国内行业领先，上半年服务车辆数递增14%；
AFC/ACC市场份额约为19.06%，国内行业综合排名由第九跃升至第二。

市场拓展卓有成效：上半年新拓展太原、绍兴等4个中国城市，国内已开通轨道交通
城市的覆盖率达到78%；新扩展墨西哥、巴西2个国家，涉足海外国家和地区累计8个。
截至2020年6月底，累计覆盖中国43个城市和海外13个城市。

在手订单屡创新高：上半年新中标项目32个，共计人民币4.18亿元；新签合约项目
111个，共计人民币9.37亿元。截止2020年6月30日，在手订单总额创新高至港币21.7
亿元。

研发创新智慧升级：研发投入占比持续提升（10.6%），构建覆盖乘客全出行链的智
慧服务系统，打造智慧工地、智慧社区管理系统，实现智慧抗疫、创新服务。

投资布局持续优化：合资成立基石远景公司，致力于将激光虚拟显示和虚拟触控技术
运用于轨道交通场景，与乘客信息系统、屏蔽门系统等有机结合，为乘客提供更加智慧
化的服务。

*备注：AFC/ACC = 自动售检票系统/自动售检票清算中心 PIS = 乘客信息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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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营
业务

• AFC/ACC业务

• PIS业务

• 运维服务

智慧轨道交通业务

• 民用通信业务

• 综合管廊业务

• 智慧+应用场景

基础设施信息业务

三、主营业务结构

*备注：AFC/ACC = 自动售检票系统/自动售检票清算中心 PIS = 乘客信息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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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地铁11号线（冬奥支线）：
智慧地铁示范线，轨道交通新模式

佛山ACC系统工程集成采购项目：
积极参建大湾区建设

香港港铁、新巴、城巴、冠忠巴士等
获得20个AFC项目

太原地铁2号线ACC项目：
首次参建太原轨道交通建设项目

郑州大数据云平台一期项目、4号线AFC及PIS项目：
深挖存量市场，打造区域枢纽

青岛BTS标准动车组、350公里标准动车组等PIS项
目11个，进一步巩固高铁市场

杭州地铁6号线二期、4号线二期PIS项目，
扩展华东市场份额

广州地铁多条线路PIS项目，
金额1.1亿元人民币，助力大湾区轨交建设

绍兴地铁1号线车载PIS项目，
首次与北京装备集团合作，首次开拓绍兴轨交市场

四、智慧轨道交通业务持续增长，全国格局稳固形成

北京业务：

新中标及新签项目共41个，
金额人民币2.20亿元

京外业务：

新中标及新签项目共63个，
金额人民币7.08亿元

海外业务：

新中标及新签项目共3个，
金额人民币0.72亿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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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基础设施信息业务智慧升级

民用通信

• 与三大电信营运商就6号线西延、6号线二期、8号线三期、7号线、15号线的2G/4G服务达成

合作意向；与北京联通签署130座车站为期5年的3G服务协议，总额人民币2,731万元

• 投资建设房山线北延民用通信传输系统进入建设阶段，预计年底与线路同步开通

• 实现北京地铁地下光纤互联互通，为进一步拓展光纤传输系统租赁市场打好基础

综合管廊

• 新签项目11个，总额约人民币1,191万元。北京地区市占率约65%

• 稳步推进北京冬奥会、北京新机场线、北京地铁7号线东延及未来科学城等多个

重点项目

智慧+ 应用场景

• 新签项目7个，合同总额约人民币822.8万元

• 智慧工地方面，承担包括北京地铁11号线、平谷线、雄安管廊等智慧工地建设

• 智慧社区方面，落地北京朝阳公园社区、麦子店街道社区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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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持续加大研发投入，升级主业智慧水平

智慧轨道
技术升级

智慧城市
科技引领

智慧抗疫
创新服务

 解决方案创新：智慧乘客信息服务演示系统，覆盖乘客全出行链的智慧服务

 产品创新：车载一体化融合通信平台，成功破解了轨道交通车载通信系统深

度融合难题

 技术创新：南京地铁线网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，国内轨道交通首个基于语义

识别的数据分析平台，真正实现了大众化数据分析思路的落地

 智慧化工地管理系统，集人员物资定位、视频监控、人员通讯等多种功能于

一体

 智慧社区管控平台，通过信息化手段，解决社区管理痛点，实现高效管理目

标，切实提升社区管理水平

80项

核心专利

308项

软件著作权

 2019年度城市轨道交通科技进步奖：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颁发

 2020年诚信系统集成企业：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颁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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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来展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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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轨道交通前景广阔，新基建带来新机遇

 2020年3月12日中国城轨协

会正式发布《中国城市轨道

交通智慧城轨发展纲要》

（“1-8-1-1”发展蓝图），

明确提出发展智能系统，建

设智慧城轨，并创建八大体

系，建立一个平台，制定一

套标准体系。

*资料来源：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网站

 未来几年，城轨运营总里程及投资额将稳步提升，预计2020年将有25座城市

的54条轨道交通线路新增开通运营，总里程约1,152公里，车站745座，总投

资额为7,528亿；预计2021年将有35座城市的69条轨道交通线路新增开通运

营，总里程约1,700.69公里，车站993座，总投资额达11,468亿元；

 未来几年，轨道交通信息化行业仍将维持强劲发展态势，新建线路拓展建设、

既有线路改造升级、新兴技术融合发展，智慧轨交蓬勃兴起。

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总长度及投资额（公里）

2058 2816 3235 3728

7823

20303

2012 2014 2015 2016 2020E 2030E

运营线路总长度

十二五期间

十三五期间

十四五&十五五

新增1590公里投
资约1.7万亿

新增4588公里
投资约3万亿

新增1.2万公里
投资约8万亿

 作为“新基建”七大领域中

的主力军， 城际高铁和轨道

交通领域在“十四五”期间

的总投资规模最大，预计将

达到3.44万亿人民币，其中，

2020年规模约为 5,400至

6,400亿；

 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升

级将成为重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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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持续推进精准的市场拓展策略

继斩获地铁昌平线南延、市郊铁路等京内订单后，下半年将重点打造北京首条智慧地铁示范线--地铁11号线（冬奥
支线），并加大智慧地铁在大数据、云计算等领域的创新及产品化力度，为北京市三期规划打基础

围绕智慧管理平台V2.0开展综合管廊、智慧工地、智慧社区等基础设施信息化业务

全国化布局持续深入：一是深度挖掘郑州、成都、福州等既有市场的进一步需求，二是在提前布局洛阳、合肥等规
划清晰的潜在市场，三是聚焦京投绍兴、乌鲁木齐等PPP项目，扩大华北、华东和华中地区重点城市新业务

专业线策略：AFC业务多点开花，开拓全国线路级市场；PIS业务开拓地面市场及PA系统；ACC/TCC业务发挥技术
领先优势持续扩大市场份额

与国际知名整车厂及海外当地整车厂加强合作，巩固既有国际市场的同时，多渠道开拓海外市场

作为中车、京车的国内供货商，加强合作，充分发挥自身的产品及经验优势，沿“一带一路”国家拓展市场

立足
京港

辐射
全国

进军
国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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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聚焦主业，以“投资+创新”引领发展

主体业务

迭代升级

打造核心竞争力

研发

科技引领
推动产业升级

投资

补齐补强
延伸产业链条

抓住轨道交通数字化转型升级机遇、北京智慧地铁快速发展的市

场需求、以及疫情危机下轨道交通行业催生的新业态和新机遇，

乘客行为模式、出行模式、服务模式及管控模式都将进一步重构，

公司将持续提升整体产品化能力和服务水平，与前沿技术深度融

合发展，聚焦乘客服务、技术装备、城轨云与大数据平台，以技

术升级带动产业升级，实现全国业务高质量发展。

聚焦轨道交通关键核心节点业务，向稳定的系统运维等后市

场延伸，寻找产业链中具有发展价值的潜在标的，通过投资

并购、业务合作等方式对运营维护等细分市场产业链条进行

布局，同时挖掘集团内部协同的可能性，进一步提升毛利率

和盈利能力，以“投资+创新”持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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